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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傲多

　　15岁女孩偷偷去刺青馆文身，女孩母亲
一怒之下一纸诉状将刺青馆及其负责人告
上法庭。刺青馆负责人以女孩自己同意文身
为由进行辩解。孰是孰非？
　　前不久，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
就办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坚持最有利于
未成年人原则，通过法庭调解促成双方达成
和解，刺青馆经营者向女孩支付清洗文身费
用及精神抚慰金6000元。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本案承办
法官、顺庆区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全亮，了
解案件办理的来龙去脉。

不赔偿被起诉

　　2024年6月4日，15岁女孩小刘在手机上
刷到南充市顺庆区某刺青馆宣传视频，出于
好奇，与刺青馆经营者向某互加好友，并通
过微信支付200元文身定金。
　　第二天，小刘到刺青馆挑选图案，向某
在未认真核实小刘的年龄、身份，亦未取得
其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便依小刘请求在其
左手臂上文满南瓜花型文身，同时收取了
700元费用。
　　“我在上海工作，当时听到女儿文身都崩
溃了，立马开车连夜赶回，次日一早带着女儿
去找刺青馆老板理论。”小刘妈妈李女士回忆
说，当时刺青馆没有开门，她就打110报了警。
　　在民警建议下，李女士赶到顺庆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投诉，工作人员找到向某了解情
况，并推动双方沟通协商。
　　“他一会儿说，是从微信朋友圈判断的
孩子年龄，没有直接问年龄多大，看不出其
系未成年人；一会儿又说，孩子的文身不是
他文的，他没有责任。”李女士回忆说。
　　李女士告诉记者，为了将孩子身上的文身
洗掉，不留伤疤，她特意将孩子接到上海找了
一家正规洗文身的医院，得知洗文身按寸收
费，需要洗四五次才能洗干净，差不多要4万元。
　　李女士要求向某赔偿一部分费用。遭拒
后，她一纸诉状把向某和刺青馆告到法院，

请求赔偿精神损失费、文身清洗费、清洗文
身往返车费、误工费等共计48000元。

未查验身份证

　　2025年3月26日，顺庆区法院依法适用简
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小刘与被告向某、
某刺青馆合同纠纷一案，由全亮独任审理。
　　法庭事实调查阶段，作为原告小刘的法
定代理人李女士陈述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
之后，被告向某辩称“原告称我没问年龄，实
际我问过原告年龄，我与原告是通过朋友圈
认识的……”“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费，请
原告举证证实”。
　　向某还提出质疑，原告代理人提出洗文
身费用近4万元，费用过高，存在对刺青馆进
行敲诈勒索的嫌疑。
　　李女士向法庭出示文身照片、转账记
录。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向
法庭出示了一组照片：第一组证明刺青馆店
门口张贴了警示标识，公开拒绝18岁以下未
成年人文身；第二组为原告照片打印件，证明
看不出原告系未成年人；第三组照片证明原
告去刺青馆之前，已在他处文身并上了颜色。
　　李女士对被告出示的证据照片不认可：
“当时原告去刺青馆附近并未看到张贴禁止
未成年人文身的提示，原告之前也没在他处
文身上色。”
　　“禁止对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你是
否清楚？”庭审过程中，全亮询问被告向某，
向某说“清楚”。
　　“原告小刘身份证年龄是2009年，原告
文身时，你是否查验她的身份证？”
　　“没有，我口头问了年龄，也看了原告朋
友圈，原告从面容看确实不符合15岁的年
龄。”被告向某辩称。
　　“你是否清楚你有义务查验客户身份证？”
　　“我有义务，我张贴了‘禁止未成年人入
内’警示标识。”
　　庭审中，全亮询问被告向某对原告的文
身能否提供清洗服务。向某表示可以，但他
店里不提供洗文身服务，他身边有朋友可以
提供这项服务，且有专业资质。
　　李女士说，女儿因为怕痛而不愿意清洗
文身，上海有一家医院可以无痛清洗，价格
比较高，她要求由被告提供洗文身的费用。

　　被告向某表示愿意承担部分费用，可由
法院判决具体金额。

庭后达成和解

　　审理过程中，全亮意识到本案的性质，已
经由合同纠纷转变为涉未成年人生命权、身
体权、健康权的侵权责任纠纷。休庭后第一时
间，经原被告双方同意，全亮进行了调解。
　　“文身属于皮肤有创行为，破坏皮肤保
护层，存在感染疾病等安全健康风险；除此
之外，文身清洗技术具有局限性，难复原，且
清洗中易诱发其他身体损害。”全亮说，文身
容易导致负面的社会评价，直接影响未成年
人未来参军、公务员录用等职业选择重大权
益，明显超出未成年人年龄与认知能力可独
立判断的范畴，因此文身行为不属纯获利的
民事法律行为。
　　2022年6月6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未成年人文身治理
工作办法》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
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不得胁迫、引
诱、教唆未成年人文身。文身服务提供者应
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
服务。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
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尽管店内有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
务的标识，但作为文身行业经营者，向某在
未仔细核实刘某年龄的情况下，仅凭口头询
问和外貌判断原告刘某为成年人，未尽审慎
义务，最终基于商业利益为刘某提供文身服
务，其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
责任。”全亮说，李女士作为未成年人刘某的
监护人，未能妥善履行监护职责，对刘某疏
于教育监督管理，也存在一定过错。
　　调解过程中，法院工作人员多次电话咨
询南充当地多家店铺清洗文身的费用，报价
在4000元至10000元不等。最终全亮结合当地
实际，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由向某向刘
某支付清洗文身费用及精神抚慰金6000元。
向某当庭履行完毕，李女士撤诉。

推进社会治理

　　5月20日，针对该起涉未成年人文身引发
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结合案件审理发现的问
题，顺庆区法院通过司法建议促推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严格执法监管，规范经营行为，要求业
主在经营场所设立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
服务显著标识，不向未成年人推送文身服务广
告宣传；建立文身客户身份年龄核验程序和档
案，杜绝为未成年人提供隐形文身服务。
　　“我们建议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挥监管部
门优势，倡导文身服务经营业主作出保护未
成年人责任承诺，拒绝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
服务。”全亮说，通过行业协会等，强化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和守法诚信经营行业自律管
理，净化未成年人消费市场环境。
　　顺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司法建议
后，于5月22日与全亮和未成年人案件审判
庭庭长罗英一起到刺青馆集中的片区，有针
对性地对文身服务经营业主进行普法宣传，
引导其自觉守法经营。市场监督管理局计划
随后在全区开展相关法治宣传。
　　“共同建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协作机制，
畅通未成年人市场消费权益保护执法、司法
合作渠道，增强保护合力。”全亮说，将不断完
善联动机制，警示未成年人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远离文身等不适合其年龄的消费，
呼吁社会、学校和家庭共同帮助未成年人树
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织密未
成年人保护网，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陈  磊
□　本报见习记者 王宇翔
　　
　　“成人票400元，儿童票420元，这儿童优惠到底去哪儿了？”5月26
日，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李琳(化名)计划带女儿端午返乡，却意外发
现某航班儿童票价竟然比成人票价还贵。
　　类似情况并非孤例。《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当前国内航线
儿童票定价频现“价格倒挂”，部分航班儿童票价甚至高于成人折扣票。
　　受访专家指出，儿童票优惠是国家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
现了国家对儿童群体的关爱重视。在民航领域，当航空市场的成人票
普遍低于儿童优惠的固定比例时，儿童票的“优惠”制度实际上剥夺
了儿童依法享受市场打折优惠的权利。如何让儿童福利真正落地？亟
需政策动态调整与市场化手段双管齐下。

儿童票价高于成人

　　“同一航班，儿童票价比成人还高。”在李琳工作单位的写字楼里，
她向记者展示了近期的购票记录：5月31日北京至西安航班，成人票420
元，儿童票同价；2月2日西安至北京航班，成人票879元，儿童票880元。
　　记者查询看到，该航班北京至西安的飞机票，经济舱全价票是
2960元。
　　在李琳看来，儿童乘坐航空客运等交通工具，应当享受优惠票
价，但实际情况是，儿童票或者比成人票贵，或者和成人票一样，并没
有体现出优惠，“太不合理了”。
　　来自天津的董先生有着同样的经历。他此前带上小学的女儿乘
坐飞机从北京至乌鲁木齐，通过飞×旅行平台购买了某航空公司的
机票，成人票价是2000元出头，儿童票价是2400多元。
　　5月23日，记者登录某航空公司官方App下单发现，上海至昆明某
航班成人票566元，儿童票670元。记者致电该航空公司，其客服解释
称：“如果销售的机票在五折以下，那么儿童和成人的机票价格差不
多，但一些成人机票会有活动，所以有时候儿童票的价格会比成人
高。如果销售的机票价格在5折以上，那么儿童票会比成人便宜。”
　　5月27日，记者登录某旅行平台，选择6月16日上海至海口某航
班，显示成人票400元，儿童票880元。这时能否将儿童票换成打折成
人票？记者就此咨询该旅行平台，对方回复称，有的航空公司不支持
儿童购买打折成人票，具体以页面展示为准。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认为，儿
童票优惠是国家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对儿童群体
的关爱重视。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航空客运等公共交通应当按
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者优惠票价。
　　“当航空市场上的折扣成人票价普遍低于或等于‘优惠’过的儿童票
价时，儿童票的‘优惠’不仅不能让儿童享受到，反而会成为负担，因为这
种‘优惠’实际上剥夺了儿童享受正常市场打折优惠的权利。”陈音江说。

航空公司自主定价

　　我国儿童机票定价规则可追溯至1996年《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
李国内运输规则》，明确未满12岁儿童按成人全价票50%购票。
　　2004年，原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对《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
运输规则》进行修订，明确规定儿童按照同一航班成人普通票价的
50%购买儿童票；婴儿按照同一航班成人普通票价的10%购买婴儿
票，不提供座位；如需要单独占座位时，应购买儿童票。
　　到了2021年3月，交通运输部公布《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
规定》，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明确废止《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
国内运输规则》及其修订决定。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赋予航空企业更多自主性，比如承运人应当根据规定制
定并公布运输总条件，细化相关旅客服务内容，其中包括婴儿、孕妇、无成人陪伴儿童、重病患者
等特殊旅客的承运标准(承运人的运输总条件不得与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相
关要求相抵触)。
　　各家航空公司则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具体条件。
　　在国航网站上的“特殊旅客出行指南”中，有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要求是，乘机时年龄已满
2周岁但未满12周岁的儿童旅客，适用票价是国内航空运输按照同一航班成人普通票价的50%购
买儿童客票，或可购买五折以外其他票价客票。
　　在南航官网上的“国内行程”部分，开始旅行之日已满两周岁、未满12周岁的儿童按同行成人
普通票价的50%付费，提供座位……
　　2023年6月，中国民用航空局在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5898号建议的答复中称，根据相
关政策，已经明确儿童、婴儿乘坐国内航班，可以自愿选择航空公司在政府规定政策范围内确定
并公布的其他种类票价，并执行相应的限制条件。
　　有民航业内人士向记者解释说，虽然各家航空公司规定儿童按照同一航班成人普通票价的
50%购买儿童客票，但实际上航空公司并没有刻板执行该规定，一旦成人机票折扣价格低于50%，
儿童票价一般与成人机票折扣水平一致，由此导致儿童票价与成人票价相同或略高。
　　中国民用航空局在前述答复中还表示，目前，国内航线票价以实行市场调节价为主，由航空
公司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自主确定具体票价水平，政府不作过多干预。同时，鼓励航空公司在上述
政府规定的优惠基础上，给予儿童、婴儿更多购票优惠政策。
　　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薄守省观察，从文字表面意义上理解，航空公司这种做法
好像没有错，但是结合儿童优惠票规定制定的初衷，这种解释违背了合理性。儿童票享受半价优
惠，这种规定当初也许没有考虑到成人票打折会低于五折这种情况，规定也不可能预先设想到所
有可能的情况，只能在实施过程中一步一步完善。

实际票价再打折扣

　　今年5月，中国民用航空局《2024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全年完成旅客运输量7.3亿
人次，比上年增长17.9%。其中，国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6.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2.6%。
　　在陈音江看来，随着民航运输业的快速发展，民用航空市场确实呈现显著的大众化趋势。但
作为公共服务行业，航空企业需要通过政策优化与市场化手段来平衡公众普惠性与企业盈利性，
真正实现“航空为民”的公共运输定位。
　　他认为，相关政策原本是要让儿童享受到福利，结果有时不仅享受不到福利反而成为负担，
说明这种优惠政策需要进一步调整优化。一方面，儿童机票定价应动态调整，可以按照成人实际
支付票价为基准，设置优惠固定比例或浮动比例，避免儿童票与成年人票的价格倒挂；另一方面，
航空企业要通过优化经营降低成本，通过提升服务赢得消费者认可，获得持续稳定发展。
  “孩子坐火车、公交车都比成人便宜，希望航空公司出台政策规定，保证孩子坐飞机也有一定
的优惠，比如不管成人票是否打折、打几折，儿童票都是成人票价的一半。”李琳建议道。
　　薄守省建议，成人票打折低于或等于五折时，儿童票应在成人票基础上再打一定的折扣，比如八
折七折。可以由主管部门出台规定，或者航空公司制定相应的打折方案，保障儿童权益。
　　中国价格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说，目前，民航国内航线票价
以实行市场调节价格为主，各航空公司可以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自主确定具体票价水平。同时，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对儿童、婴儿等特定群体客票实施优惠政策，鼓励航空公司在政府规定的票价优
惠政策基础上，给予儿童、婴儿更多购票优惠政策。但是，在民航市场的季节性和竞争方式多样化
的大背景下，民航公司对这一优惠票价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可能存在一些差别。
　　“如何把国家对儿童、婴儿票价优惠政策落到实处，一是各航空公司要不断提高执行国家民航票
价政策的自觉性，更好体现民航票价的公益性，不应以任何理由变相取消对儿童、婴儿等群体的优惠
票价政策。二是各航空公司应当在公司官网上及时公布比较具体的规则及其变化，努力提高票价优惠
的透明度，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许光建说，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加强市场调研，及时回应消费者
合理诉求，不断完善票价优惠政策，鼓励民航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细化票价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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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北京市民林女士来电反映：她计划6月18日带家里两个孩子从北京飞往
温州，在第三方平台查询某航班时发现，经济舱成人票价为407元，而儿童票价却
显示为409元。“儿童票比成人票还贵，对未成年人的优惠政策取消了吗？”林女士
质疑道。
　　儿童票为何与成人票出现了“价格倒挂”现象？航空公司的定价逻辑是否违背公
平原则？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何保障？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刺青馆给15岁女孩文身赔偿6000元

　　文身行为不属纯获利的民事法律
行为，不以未成年人“自愿”为由产生
效力。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系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尚不能清楚判断文
身对其身体和人格利益带来的损害和
影响，无论其是否自愿，未经法定代理
人同意或追认，文身行为无效。
　　文身行业经营者未履行审慎核查
未成年人身份义务，应承担相应侵权
责任。文身行业经营者除在店内设置
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标识外，
还应尽到审慎核查未成年人年龄身份
义务，对难以判明是否为未成年人的，
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　王竹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在办理
该案过程中，秉持“如我在诉”的情怀，办好
该案的同时，还以此案所凸显的社会问题为
契机，向有关单位发出加强违法向未成年人
提供文身服务执法监管的司法建议，护航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综合体现了司法办案与行
政监管的联动效应，是法院落实“最有利于
未成年人”原则的生动实践，对人民法院未
来审理类似案件具有示范意义。
　　一是践行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文身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
健康，对其将来的学习工作等可能会产生较
大的影响。本案中法院援引民法典第19条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规定，认定未成年人刘某虽
系自愿文身，但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控制和辨别能力有限，以其年龄和智力尚不
能清楚判断文身对自己身体和人格利益带
来的损害和影响，且其监护人对文身一事事
先不知情，事后亦不对服务合同予以追认，
因此未成年人刘某与刺青馆订立的文身服
务合同无效，这一办案原则将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等抽象权利转化为具体司法标准，体现
了多维司法智慧。
　　二是形成司法办案与行政监管的闭环联
动。根据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立法
原则和精神，本案中，在过错认定方面，尽管
刺青馆内有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标
识，法院明确刺青馆经营者需履行年龄核验
义务，因经营者仅凭口头询问和外貌判断原
告刘某为成年人，未尽审慎义务，故经营者存
在明显过错；在损害赔偿方面，法院将清洗费
用等纳入赔偿范围，体现全面救济理念；在多

元共治方面，法院通过司法建议推动市场监
管部门建立文身行业“负面清单”自律管理。
　　三是彰显了裁判者的司法温度。文身行
为直接损害未成年人身体健康，不仅具有不
可逆性，还可能导致未成年人在入学、参军、
就业中被排斥，形成标签化效应，给其带来
心理创伤和经济负担，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
社会参与权和发展权。本案中法官重点关注
文身对未成年人升学、就业的长期影响，倒
逼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文身行业的规范，要
求经营者履行年龄核验义务，促进未成年人
保护体系的协同治理。
　　近年来，文身行为呈现低龄化趋势，不
少未成年人由于图案冲击、新奇感以及偶像
影响等因素叠加，盲目跟风文身。尽管《未成
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明确禁止为未成年
人提供文身服务，但部分商家为牟利仍违规

操作。这说明在文身行业的监管上，仍然存
在一定的立法滞后与监管空白。
　　建议提升未成年人文身治理领域立法
层级，完善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的
处罚措施，对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的文身店和个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包括罚
款、吊销营业执照等。地方层面可以以人大
常委会决议的方式先行先试，加快推进未成
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当然，除了通过立法去
“堵”之外，也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引
导，让他们客观了解文身的利弊和可能带来
的影响。对文身未成年人还可引入心理干预
机制，联合社会组织进行心理疏导，定期跟
踪矫正效果，“疏堵结合”才是避免问题滋生
的治本方法。
  （作者系四川大学市场经济法治研究所
所长、教授）

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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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未成年人文身，自愿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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